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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在数学建模活动和数学探究活动中，教师的引

导作用也至关重要

教师应根据教科书的设计，引导学生从模仿到

自主，从局部到整体，逐步提升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

的能力．在学习其他主线中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应通

过有意识地点拨使学生明白这些分散的内容与数学

建模、数学探究活动的关系，为日后完整的课题活动

作准备．在课题学习中，教师应引领学生完成活动范

例，在学生的选题及团队组建上给出建议，并组织好

后期的交流展示环节．建模的过程应放手让学生操

作，只在关键环节、关键思想方法上加以点拨，使学

生积累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积累独

立思考和合作交流的经验，更好地体验数学的基本

思想．
总之，数学建模活动和数学探究活动是综合性

的实践活动，是综合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的有

效载体．每一个参加数学建模和数学探究活动的学

生都应该自己主动地发现、提出、分析、解决问题，这
正是时代所需要的问题意识、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鉴于教科书呈现的局限性，教科书在引领学生发现

问题方面还有所欠缺．教科书呈现的数学建模与数

学探究活动都是在给定选题下的活动，如何更好地

引导学生自己发现并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进而分析

并解决问题是教科书编者和教师需共同深思的问

题，值得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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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整体观　 研读新教材
∗

———以“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内容解读为例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２０１２０３　 　 任念兵　 汪　 健

　 　 【摘　 要】 　 以新教材“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内容解读为例，从“是什么”（知识的内涵）“为什么”（知识所蕴

含的思想方法）和“还有什么”（知识的结构网络）三个方面，分析了立足数学整体观研读教材的方法和路径．
【关键词】 　 整体观；研读教材；知识内涵；思想方法；结构网络

　 　 发挥数学的育人价值，主要依靠数学内在的逻

辑力量，这就要求教师能够以数学核心素养为目标

导向，分析数学知识蕴含的育人价值．数学教师教学

水平的高低，首当其冲地体现在对数学知识内容的

理解、把握上．高水平的教师，在教教材显性知识的

同时，能挖掘出其背后的隐性知识，讲出一些别人教

不出来的内容，这些不易教到的隐性知识，就是数学

的本质．而大量课堂观察表明，数学教学质量低下的

原因，追本溯源，主要来自于教师的数学理解不到

位［１］ ．要在“理解数学”方面打下扎实的数学基本功，
教师必须认真研读教材，切实把握教材内容的内涵

和外延，形成对数学知识的深刻感悟；也唯有如此，
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充分利用教材所蕴藏的丰富教学

资源，根据学情适当取舍，真正做到“用教材教”，最
终形成以“四基” “四能”为载体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的育人能力．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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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研读教材，深刻理解高中数学课程内容呢？

关键是抓住整体性．从知识的结构体系、逻辑关系出

发，整合数学教学内容，注重知识、思想方法的前后

联系，形成高中数学知识的整体架构．具体而言，就
是针对教材内容，解读数学知识的内涵、知识所蕴含

的思想方法和知识的结构网络（包括上位知识、下位

知识及它们之间的联系等）．通俗地说，对于数学概

念、原理（法则、定理、公式等），不仅需要知道“是什

么”，还应理解“为什么”“还有什么”．
比如“解三角形”内容，出现在普通高中教科书

数学 Ａ版（以下简称“新教材”）的“ § ６．４．３ 余弦定

理、正弦定理” ［２］中．不同于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

教科书数学 Ａ 版［３］将“解三角形”单独设置为一章

的处理方式，新教材将“余弦定理、正弦定理”作为

“ § ６．４平面向量的应用”的一部分，并且改变了两

个定理的出现顺序（以往是先“正弦定理”后“余弦

定理”），其中的道理颇值得玩味．本文以新教材的这

部分内容为例，具体谈谈整体观下研读教材的方法

和路径．
１　 是什么：知识的内涵

一个三角形包含的各种几何量之间存在着某些

确定的关系，比如三边的边长、三个内角的度数、面
积、高、外径、内径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表达．三
条边、三个内角是三角形所有要素中的基本要素，这
六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基本定量关系（定理），就是三

角定律．
１．１　 余弦定理、正弦定理反映了（含边长的）最少基

本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在三角形的六个基本要素中，几个要素之间肯

定会存在的基本定量关系有哪些？
考虑某三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除了三

角形内角和为 π外，别无其他；考虑某四个基本要素

之间的定量关系，分为三类情况：三条边和一个内角

（余弦定理）、两条边和两个内角（正弦定理）、一条

边和三个内角（没有确定性关系）；考虑某五个基本

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分为两类情况：三条边和两个

内角、两条边和三个内角．
对于△ＡＢＣ中的三条边和两个内角之间的定量

关系，有经典的结论（射影定理）：ａ ＝ ｂｃｏｓＣ ＋ ｃｃｏｓＢ，
ｂ ＝ ｃｃｏｓＡ ＋ ａｃｏｓＣ，ｃ ＝ ａｃｏｓＢ ＋ ｂｃｏｓＡ．对于△ＡＢＣ中

的两条边和三个内角（比如两边 ａ，ｂ、三个内角 Ａ，Ｂ，
Ｃ），倘若它们之间存在定量关系，其表达式往往过

于复杂，因而不作为基本的等量关系来研究，六个基

本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也是如此．

可见，余弦定理和正弦定理反映了六个基本要

素中四个基本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这是存在定量

关系（含边长） 的前提下，基本要素的数量最少的两

个三角定律，这是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本质．只要

知道三角形的三个基本要素（其中至少有一条边的

边长），就能确定其他要素（有时需要讨论两种情

况） ．洞察了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本质，就能理解新

教材中不再专门介绍其他定理（如射影定理） 的

原因．
１．２　 余弦定理、正弦定理是“三角形” 的代数表述

要分析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内涵，需要深入思

考定理的条件和结论．弄清楚这两个定理的条件和

结论，就是弄清楚“三角形” 与等式组“ ａ
ｓｉｎＡ

＝ ｂ
ｓｉｎＢ

＝

ｃ
ｓｉｎＣ
”“ａ２ ＝ ｂ２ ＋ ｃ２ - ２ｂｃｃｏｓＡ，ｂ２ ＝ ｃ２ ＋ ａ２ - ２ｃａｃｏｓＢ，

ｃ２ ＝ ａ２ ＋ ｂ２ - ２ａｂｃｏｓＣ” 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理解

余弦定理、正弦定理是“三角形” 这个几何图形的代

数刻画．
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条件是相同的．大前提

为：六个量 ａ，ｂ，ｃ∈ （０， ＋ ∞），Ａ，Ｂ，Ｃ ∈ （０，π） ．条
件 １：ａ，ｂ，ｃ为三角形的三条边；条件 ２：Ａ，Ｂ，Ｃ 为同

一三角形的三个内角；条件 ３：Ａ，Ｂ，Ｃ 分别是 ａ，ｂ，ｃ
的对角．余弦定理的结论可以分解为三个，结论 １：ａ２

＝ ｂ２ ＋ ｃ２ - ２ｂｃｃｏｓＡ；结论 ２：ｂ２ ＝ ｃ２ ＋ ａ２ - ２ｃａｃｏｓＢ；
结论 ３：ｃ２ ＝ ａ２ ＋ ｂ２ - ２ａｂｃｏｓＣ．正弦定理的结论可以

分解为两个，结论 １： ａ
ｓｉｎＡ

＝ ｂ
ｓｉｎＢ
；结论 ２： ｂ

ｓｉｎＢ
＝ ｃ
ｓｉｎＣ
．

正弦定理逆命题：若 ａ，ｂ，ｃ∈（０， ＋ ∞），Ａ，Ｂ，Ｃ

∈（０，π），满足
ａ
ｓｉｎＡ

＝ ｂ
ｓｉｎＢ

＝ ｃ
ｓｉｎＣ
，则长度为 ａ，ｂ，ｃ的

线段构成三角形，且边 ａ 的对角为 Ａ，边 ｂ 的对角为

Ｂ，边 ｃ的对角为 Ｃ．
余弦定理逆命题：若 ａ，ｂ，ｃ∈（０， ＋ ∞），Ａ，Ｂ，Ｃ

∈ （０，π），满足 ａ２ ＝ ｂ２ ＋ ｃ２ - ２ｂｃｃｏｓＡ，ｂ２ ＝ ｃ２ ＋ ａ２ -
２ｃａｃｏｓＢ，ｃ２ ＝ ａ２ ＋ ｂ２ - ２ａｂｃｏｓＣ，则长度为 ａ，ｂ，ｃ的线

段构成三角形，且边 ａ的对角为 Ａ，边 ｂ的对角为 Ｂ，
边 ｃ的对角为 Ｃ．

上述正弦定理的逆命题不成立（比如 ａ ＝ ｂ ＝ ｃ ＝

１，Ａ ＝ Ｂ ＝ Ｃ ＝ ２π
３
），余弦定理的逆命题成立，这说明

余弦定理中的等式组与“三角形” 是等价的，而正弦

定理中的等式组是“三角形” 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当
然，若在正弦定理逆命题中增加条件，则可以得到下

面的真命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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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ａ，ｂ，ｃ∈ （０， ＋ ∞），Ａ，Ｂ，Ｃ∈ （０，π），Ａ ＋ Ｂ

＋ Ｃ ＝π，且满足
ａ
ｓｉｎＡ

＝ ｂ
ｓｉｎＢ

＝ ｃ
ｓｉｎＣ
，则长度为 ａ，ｂ，ｃ的

线段构成三角形，且边 ａ 的对角为 Ａ，边 ｂ 的对角为

Ｂ，边 ｃ的对角为 Ｃ．（此结论和余弦定理逆命题的证

明均可查阅文献［４］）
综上所述，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内涵，既是三

角形中（含边长的） 最少基本要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又是“三角形” 这个几何图形的某种代数表述．
２　 为什么：知识所蕴含的思想方法

余弦定理的证明曾两度出现在高考题中，１９８１
年高考全国卷（理） 第四大题：写出余弦定理，并加

以证明；２０１１年高考陕西卷第 １８ 题：叙述并证明余

弦定理．值得警惕的是，２０１１年高考此题的阅卷结果

很不理想，文科得分率为 ０．２８，理科为 ０．４５，均未过

半［５］ ．考试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前数学教学

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教师未能理解知识蕴含的思想

和方法，在教学中忽视数学知识发生发展的过程，采
取大运动量、模式化的解题训练．

解读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证明方法，有利于建

立新旧知识间的联系，更有利于挖掘知识本身所蕴

含的思想和方法，是教师研读教材、“理解数学” 的

重要抓手．
余弦定理的证法很多，常见的证法有：平面几何

法（需要讨论三种情况，即锐角、直角、钝角三角

形）、解析法（需要利用任意角三角函数的概念表示

某个顶点的坐标） 和向量法（需要利用向量的数量

积） ．正弦定理的证法也有不少，常见的证法有：平面

几何法（将三角形同一底边上的高用两种不同的方

式进行表达）、面积法、外接圆法和向量法．
纵观两个定理的各种证法，“算两次” 是蕴藏其

中的最重要的思想．为了建立相等关系，需要把同一

个量以两种不同的方法表示出来，这就是算两次原

理（又称富比尼原理） ．高中数学教材中多次出现用

算两次思想来解决问题，比如两角和的余弦公式的

推导、用等积法求点到平面的距离、很多组合恒等式

的证明等等．在余弦定理的解析法证明中，一个内角

Ｃ所对的边有两种表示方法，一种是直接记为边 ｃ，
一种是用点 Ａ，Ｂ的坐标来表示，这两种表示的量相

等，从而结合两点距离公式和三角恒等式，得到余弦

定理的一个等式 ｃ２ ＝ ａ２ ＋ ｂ２ - ２ａｂｃｏｓＣ．在正弦定理

的面积法证明中，三角形面积有多种表示方式，从而

建立等式
１
２
ａｂｓｉｎＣ ＝ １

２
ｂｃｓｉｎＡ ＝ １

２
ｃａｓｉｎＢ，再通过式

子变形即可得到正弦定理．

新教材中证明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方法都是

向量法，这体现了向量这种“有向度量” 在研究几何

问题中的特有价值．所谓“有向度量” 是指带有方向

的度量，研究既有二值（正、负） 有向性又有可加性

的几何量，包括一维空间的有向距离、二维空间的有

向面积和三维空间的有向体积．有向度量的概念散

见于高中数学教材中的三角、向量、解析几何、立体

几何等主干内容中［６］ ．人们在运用诸如有向线段、有
向角、有向面积等类似向量的有向度量时，无需顾忌

线段的方向、角的顺逆、图形的相对位置等，从而能

够将经典平面几何的结论进行批量化的推广．新教

材在利用向量法证明余弦定理、正弦定理时，可以避

免平面几何证法中的讨论，借助向量来统一锐角、直
角、钝角三角形这三种情况．德国大数学家 Ｆ·克莱

因在名著《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 的几何部分，就以

“作为相对量的线段、面积和体积” 开篇，并指出：
“对比把长度、面积、体积考虑为绝对值的普通初等

几何学，这样做有极大的好处．初等几何必须依照图

形呈现的情况而区分许多情况，而现在用几个简单

的一般定理就可以概括．” ［７］

当然，余弦定理、正弦定理证明中还蕴含着对称

思想、分类讨论思想等．挖掘定理证明中所蕴含的思

想方法等迁移能力强的知识，是教师“理解数学” 能

力的重要体现．
３　 还有什么：知识的结构网络

在分析了知识的内涵、知识蕴含的思想方法之

后，还应弄清楚该知识的上位知识和下位知识分别

是什么，基于知识的联系性建立该知识与相关知识

的整体结构．对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解读，可以从

判断三角形解的个数、相关（及衍生） 结论、定理的

根源等三个方面来建立围绕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

知识结构网络．
３．１　 三角形解的个数

从定性研究到定量分析是数学研究的常见思

路．由初中已经学习过的“三角形全等” 的判定方法

ＳＡＳ、ＡＳＡ、ＳＳＳ可知，三角形的形状、大小已经由这

三组要素分别唯一确定，余弦定理、正弦定理是这些

定性结论的量化表达，三角形全等的判定是余弦定

理、正弦定理的上位知识．反过来，利用余弦定理、正
弦定理解三角形时，反思满足条件的三角形解的个

数，实际上是在定量分析后思考定性结论．新教材专

门设置了例题（文献［２］４７ 页例 ８），分析下面的问

题，我们可以从尺规作图“确定” 三角形的角度来

研究．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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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问题 　 在△ＡＢＣ中，已知边 ａ，ｂ和边 ａ所对的

角 Ａ（０ ＜ Ａ ＜ π），判断三角形解的个数．
结论１　 已知锐角Ａ，边 ａ，ｂ，则三角形解的个数

情况如下：
（１） 若 ０ ＜ ａ ＜ ｂｓｉｎＡ，则无解（如图 １）；
（２） 若 ａ ＝ ｂｓｉｎＡ，则只有一解（直角三角形，如

图 ２）；
（３） 若 ｂｓｉｎＡ ＜ ａ ＜ ｂ，则有两解（如图 ３）；
（４） 若 ａ≥ ｂ，则有一解（如图 ４） ．

图 １　 　 　 　 　 　 　 　 图 ２

图 ３　 　 　 　 　 　 　 　 图 ４

从尺规作图角度来分析，所谓解三角形其实就

是“确定”三角形．给定锐角 Ａ和边 ｂ，确定了射线 ＡＢ
和线段 ＡＣ，再以点 Ｃ为圆心、ａ 为半径画弧，交射线

ＡＢ于点 Ｂ，交点 Ｂ的个数就是三角形解的个数．对于

“已知钝角 Ａ，边 ａ，ｂ” 的情况，也可以利用尺规作图

的思路得出相应结论．
对于上述“已知两边及其中一边的对角” 问题，

新教材例 ８中利用正弦定理定量计算后再作定性分

析，其实也可以利用余弦定理来处理．
结论 ２　 由余弦定理知 ａ２ ＝ ｂ２ ＋ ｃ２ - ２ｂｃｃｏｓＡ，

可看成关于 ｃ的一元二次方程 ｃ２ - ２ｂｃｃｏｓＡ ＋ ｂ２ - ａ２

＝ ０．（∗）
（１） 若方程（∗） 有两个不等的正根，则三角形

解的个数为 ２；
（２） 若方程（∗） 有两个相等的正根，则三角形

解的个数为 １；
（３） 若方程（∗） 有一个正根、一个负根（或零

根），则三角形解的个数为 １；
（４） 若方程（∗）无正根，则三角形解的个数为 ０．
证明 　 判别式 Δ ＝ （２ｂｃｏｓＡ） ２ - ４（ｂ２ - ａ２） ＝

４（ａ２ - ｂ２ｓｉｎ２Ａ），显然 ｓｉｎＡ ＞ ０．

若方程（∗） 有两个不等的正根 ｃ１，ｃ２，则由 Δ ＞
０，ｃ１ ＋ ｃ２ ＝ ２ｂｃｏｓＡ ＞ ０，ｃ１ｃ２ ＝ ｂ２ - ａ２ ＞ ０，得 ａ ＞
ｂｓｉｎＡ，Ａ为锐角，ｂ ＞ ａ，由图 ３知三角形解的个数为 ２．

若方程（∗）有两个相等的正根 ｃ１ ＝ ｃ２，则由Δ ＝
０，ｃ１ ＋ ｃ２ ＝ ２ｂｃｏｓＡ ＞ ０，ｃ１ｃ２ ＝ ｂ２ - ａ２ ＞ ０，得 ａ ＝
ｂｓｉｎＡ，Ａ为锐角，ｂ ＞ ａ，由图 ２知三角形解的个数为 １．

若方程（∗） 有一个正根 ｃ１、一个负根（或零

根）ｃ２，则由 Δ ＞ ０，ｃ１ｃ２ ＝ ｂ２ - ａ２ ≤０，得 ａ ＞ ｂｓｉｎＡ，
ａ≥ ｂ，由图 ４（Ａ为钝角时类似） 知三角形解的个数

为 １．
若方程（∗） 无正根，则该方程无解或只有负根

（或零根） ．当Δ ＜ ０时，ａ ＜ ｂｓｉｎＡ，由图１知三角形解

的个数为 ０．当 Δ≥０时，由 ｃ１ ＋ ｃ２ ＝ ２ｂｃｏｓＡ≤０，ｃ１ｃ２

＝ ｂ２ - ａ２≥０，知 Ａ≥ π
２
，ｂ≥ ａ，从而 Ａ≥ π

２
，Ｂ≥ Ａ，

显然不可能，三角形解的个数为 ０．
以“已知两边及其中一边的对角” 的三角形解

的个数问题为载体，结合尺规作图手段，可以实现定

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几何作图与代数计算相结合，
编织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知识的结构网络．
３．２　 相关（衍生） 结论

利用余弦定理和正弦定理，可以推导出三角形

中的众多经典或有趣的结论，比如射影定理；新教材

在习题中利用余弦定理推导了三角形中线长公式

（５３页第 １５ 题）、三角形面积海伦公式（５４ 页第 ２０
题），等等．下面再列举几个向量表述的结论和三角

恒等式：
命题 １　 在△ＡＢＣ中，内角 Ａ，Ｂ，Ｃ所对的边分

别为 ａ，ｂ，ｃ，则ＡＢ→·ＡＣ→ ＝ ｂ
２ ＋ ｃ２ - ａ２

２
．

命题 ２　 在△ＡＢＣ 内任取一点 Ｏ，用 ＳＡ，ＳＢ，ＳＣ
分别表示△ＢＯＣ，△ＣＯＡ，△ＡＯＢ的面积，则 ＳＡ·ＯＡ

→

＋ ＳＢ·ＯＢ
→ ＋ ＳＣ·ＯＣ

→ ＝ ０．
命题 ３　 在 △ＡＢＣ 中，ｓｉｎ２Ｃ ＝ ｓｉｎ２Ａ ＋ ｓｉｎ２Ｂ -

２ｓｉｎＡｓｉｎＢｃｏｓＣ．
命题 ３'　 在△ＡＢＣ中，ｃｏｓ２Ａ ＋ ｃｏｓ２Ｂ ＋ ｃｏｓ２Ｃ ＋

２ｃｏｓＡｃｏｓＢｃｏｓＣ ＝ １．
除了余弦定理、正弦定理外，命题 １、２ 的证明涉

及向量中的沙尔定理（ＡＢ→ ＋ ＢＣ→ ＝ ＡＣ→）、向量的数量

积；命题 ３'的证明涉及余弦的和角公式等三角恒等

式．诸多相关（衍生）结论，将解三角形、三角恒等式、
向量等内容紧密联系起来，构建起余弦定理、正弦定

理知识的结构网络．
当然，这些命题的证明其实还有其他路径，似乎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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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需要利用余弦定理或正弦定理，这激发了我们

寻根究底的研究欲望，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理论根

源到底是什么呢？
３．３　 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根源

期刊中有不少文章论证过余弦定理、正弦定理

的等价性问题．这些论证都建立在三角形内角和为π
的大前提下，并运用了三角恒等式的知识．比如，文
［４］ 就从正弦定理的结论出发，借助 ｓｉｎ２Ａ ＋ ｃｏｓ２Ａ ＝
１，ｃｏｓ（Ｂ ＋ Ｃ） ＝ ｃｏｓＢｃｏｓＣ - ｓｉｎＢｓｉｎＣ等三角恒等式

证明了余弦定理．
那么，余弦的和角公式 ｃｏｓ（Ｂ ＋ Ｃ） ＝ ｃｏｓＢｃｏｓＣ -

ｓｉｎＢｓｉｎＣ又是如何推导的呢？ 除了平面几何证法

外，目前各版本教材的主流证法有两类：一类是旋转

单位圆中的三角形，利用旋转前后的三角形全等，借
助两点距离的坐标公式，并结合 ｓｉｎ２Ａ ＋ ｃｏｓ２Ａ ＝ １来
证明；另一类是利用向量的数量积来证明．

我们从上述推导余弦定理的逻辑过程中析出四

个关键点：ｓｉｎ２Ａ ＋ ｃｏｓ２Ａ ＝ １、两点距离公式、余弦的

和角公式、向量的数量积．显然前两个结论都基于勾

股定理，可见余弦的和角公式也是勾股定理的推论．
至于向量的数量积，从本质上说也是余弦定理的衍

生物［８］ ．如此说来，余弦定理既是勾股定理的推广，
又是勾股定理的推论，包括上述四个结论都是以勾

股定理为理论根源．
从知识整体结构上看，若想在余弦的和角公式

之前提出正弦的和角公式，则证明需要借助于面积．
有的老师提出利用诱导公式将正弦转化为余弦后处

理，这种想法有逻辑循环的嫌疑．虽然有其他路径，
但一般而言，诱导公式是利用正（余） 弦的和角公式

来证明的，不能利用诱导公式来证明正（余） 弦的和

角公式．类似的，正弦定理的证明方法中，利用三角

形面积公式的最为简洁和本质．从某种角度上说，正
弦的和角公式、正弦定理等“正弦系” 的结论根源于

面积公式，余弦的和角公式、余弦定理等“余弦系”
的结论根源于勾股定理．值得一提的是向量的两种

运算———数量积、向量积也可以纳入“正弦系”“余
弦系”：数量积对应于勾股定理（余弦定理），向量积

则对应于面积公式．高中阶段不介绍向量的向量积，
所以新教材中利用向量数量积先证明余弦定理，再
类比余弦定理的向量证明来考虑正弦定理，这也是

新教材改变两个定理先后顺序的重要原因．
然而，余弦定理和正弦定理是等价的，说明“正

弦系” 和“余弦系” 是相通的，面积公式和勾股定理

这两种度量性质是同源的．回顾勾股定理的证明，最
基本的方法就是依据图形的面积， 这样 “正弦

系”“余弦系” 都统一于面积，难怪已故的著名数学

教育家张奠宙先生说，面积是平面几何里的“帝王不

变量” ［９］，实在是一针见血！
以上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余弦定理、正弦定理的

源与流，建立了相关知识之间的联系，构建了围绕两

个定理的知识网络结构．梳理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
是研读教材、理解数学的基本路径．

在整体观下坚持不懈地研读教材，形成对知识

的精准认识和深刻理解，才能丰厚自己的专业知识，
提高自身的本体性知识水平，最终才会善于洞察显

性知识背后的隐性知识，能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色

处见繁花；才能在理解数学的基础上，结合学生认知

的最近发展区设计合乎数学内在逻辑顺序和学生心

理认知顺序的教学过程；对数学内容的通透理解，也
便于教师设计有价值的评价问题，提升命题能力．总
之，立足整体观、研读新教材，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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